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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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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为全国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合理评估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为其服务功能价值演变、改善和推广稻田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提

供重要依据。本文在梳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和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体系、方法的基础上，对评估长江中

游地区不同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对比，并归纳总结了该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因稻田类型、稻区分布区域和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不同，各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

估的方法和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值量存在一定差异，认为未来研究需要不断完善不同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评估指标体系，改进评估方法，提高评估准确性；同时本文还对长江中游地区部分稻田的服务功能进行了分

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稻田微观试验和省市县区域宏观测算 2个维度上，对稻田生态系统某一部分服务功能

或系统整体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静态评估，而对其价值评估的长期动态跟踪研究不足，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净价值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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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和江西）是我国

华中地区重要的单双季稻生产基地，为全国粮食安

全和生态系统健康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湖

南、湖北和江西省统计局官网数据，2016—2021年，

3省的水稻种植面积呈现稳中微降趋势，3省6年内水

稻的年平均产量分别为 1 898.71万、2 678.54万和

2 088.06万 t，保持产量总量水平基本稳定；3省水稻

种植面积总和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比由 2016年的

33.06%下降至 2021年的 31.39%，其水稻产量总和

占全国水稻产量总和由 2016年的 31.92%下降至

2020年的30.94%，2021年上升至31.18%。

长江中游地区稻田生态系统多年所取得的粮食

生产成就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稻田生态系统产品生产

功能的重视，但对稻田生态系统的其他功能（诸如气

候调节、维持土壤肥力、涵养水源、景观美学等）的关

注还有待于提升。近些年来，随着世界自然生态环

境的恶化及各国各级政府和人民对生态环境保护问

题的逐渐重视，尤其是对农田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

越重视，稻田生态系统的非粮食生产功能才逐渐引

起重视。因此，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评估

研究也从此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1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

评估

稻田生态系统是一种半自然半人工系统，是由

稻田生物系统、环境系统和人为干扰调节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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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生产、生态和社会等复合功

能，还具有波动性、多样性、人为性和经济生态社会

等特性，稻田生态系统可为人类提供极为丰富的物

质财富，还为人类提供各种各样功能性服务，具有重

要的生态服务价值，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

自 1997年Costanza等［1］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以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并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农业多功能的理念起

源于 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农业部长会议公报

提出的农业多功能性的指导性定义和日本 1999年颁

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认为农业除了提供

食物与纤维生产外，还能塑造提供优美的自然景观

环境，农业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可为农业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2-3］。在 20世纪末 21世纪

初，日本［4］、韩国［5］、中国［6-7］等先后开展了农业系统

的多功能性探讨，但研究主要局限于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对农业系统多功能性的探讨还不广泛。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念及内涵的不断丰

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人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如稻田生态系统、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和林草地生态

系统等重要生态系统，各特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及内涵不断丰富。稻田生态系统除生产供应农产品

及副产品外，更重要的是为支撑与维持自然及人类

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服务。当前，众多研

究人员从生态系统与功能间的对应关系出发，从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体系的角度［8］，将稻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主要分为提供初级产品、调节人类生命系

统的自然生态功能和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功能

3大类［9-10］，稻田生态系统中提供初级产品的功能主

要是提供稻谷与秸秆，也称为经济性服务功能；第二

类服务功能主要是为人类的生存环境提供保障和支

撑，诸如气体调节、水质净化、水土保持、营养物质循

环、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第三类服务功能主要是

为人类提供景观休闲娱乐等社会性功能。文献［11］
认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产品供给服务、调

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 4大类，共 20子类，调

节和支持服务主要是支持稻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功能，产品供给服务是人类从稻田系统中获

得的物质效益，稻田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是稻田系

统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休闲、娱乐与美学享受。从已

有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文献的内容和框架来

看，基本围绕产品供给、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

服务展开，对相应的服务功能进行了价值评估。

1.2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现实意义

在明确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范畴的基础上，

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大小进行评估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稻田生态系统本身看，一

方面，评估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准确了解其

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的大小，也可为探索在不同

施肥措施［12］、保护性耕作措施［13］和不同种植模

式［14-15］对稻田各服务功能价值的作用机制、影响过

程和影响大小提供数据支持，为稻田生态系统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采

用免耕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模式［13］、紫云英+优化

施肥措施［12］有利于提高稻田生态系统的生产服务功

能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调节气候、涵养水分

等）。因此，通过合理科学的人为措施优化调节稻田

生态有利于提升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另一

方面，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实现也是有一定的

生态成本，如水稻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化肥、农药、

水资源和使用机械设备等给稻田生态系统带来的负

面损失，如果水稻生产中的生态成本太高，既不利于

稻田生态系统本身的健康，也不利于生态环境健康

和农民增收，甚至会影响城乡协调与社会和谐发展

稳定［16］。因此，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本的估

算也是建立完善稻田生产者补偿的依据之一，亦可

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稻田生态安全提供决策参考。

1.3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方向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人们

的高度重视。Costanza团队测算出 2014年全球生态

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124万亿~145万亿美元

（https：//www. huanbao-world. com/foreign/109662.
html）。20世纪 80年代，我国学者也从不同空间尺度

对不同的生态系统进行了服务功能价值研究，如对

陆地生态系统［6］、自然草地生态系统［17］、农田生态

系统［18］进行了相关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主要是从不

同的生态系统功能、结构和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特定

功能价值评估，相关评估还未形成系统性，如对稻

田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价值、气体调节和蓄水防洪

等价值部分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19］。随后众多学者

根据不同区域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更为广

泛全面的研究，如台湾稻田涵养地下水的价值为

290 亿元/a［20］、上海五四农场稻田生态系统的

气体调节价值达 5 467~12 842元/（hm2·a）［21］、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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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稻田生态系统因施用农药化肥而造成的生态服

务功能损失高达2.9×107元/a［22］。陈源泉等［23］对中

国粮食主产区农田生态服务价值总体进行了评价，

认为粮食主产区的服务功能价值总体高于全国水平

14%，主要稻区之间人均和单位农田的服务价值也

有较大差异。肖玉等［24］对中国十大类稻田生态系

统服务进行了价值评估，认为中国稻田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为 8 605~21 405美元，除初级产品（稻谷和秸

秆）外，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占 74%~89%，说

明稻田生态系统中的非生产性服务功能价值巨大，

要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传统价值观认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体

现在粮食生产功能上，而其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的负

面影响受到忽视［8，25-26］。与人类经济社会其他生产

活动一样，稻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具有外部性特征。

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稻田生态系统为维持自身以及

为生态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正面作用的

功能［27］，诸如蓄水防洪、调节气温、涵养地下水

源［28］、水质净化、废弃物消纳、生物多样性保持和文

教景观等功能［14，29-30］；同时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的提高和对稻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

人们越来越重视稻田生态系统来自于施用化肥农

药、水稻田排放的温室气体、水资源消耗等方面所产

生的负外部性价值［14，27，31］。因此，针对稻田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净值展开研究将可能是未来一个重要的

研究方向之一。

2 长江中游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

在梳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价值评

估现实意义及研究方向后，结合长江中游地区稻田

生态系统特点，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进行

分类，针对功能类型构建相应指标体系，确定其评估

方法是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关键。

2.1 长江中游稻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类型

针对生态系统的不同服务功能，依据不同的标

准，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系统类型划分的研究较多，但

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Freeman［32］提出按功能将生

态系统分为 4大类，Daily［33］则分为两大类共十小类，

Costanza等［1］分为 17类。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将生态系统分为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文

化服务四大类服务，共二十子类［11］。将前人针对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思想及方法引入稻田生态系

统，需要考虑稻田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人工属性。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稻田生态系统其生态服务功

能价值不同，但导致服务功能价值量大小不同的原

因也较为复杂。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稻田生态系统

（如梯田稻田、城乡结合部周边稻田、综合种养共生

稻田以及常规稻田之间），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评价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如稻田生态系统中的梯

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能更多地关注梯田生态系

统中的生态功能（如保持水土资源功能、提高土壤肥

力功能、清洁水源功能、维持生物多样性功能等）和

文化功能（如旅游休闲功能和科教文化功能）等正向

功能效应［34］。稻田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正向效应的

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农药化肥的过

量使用而带来的环境破坏等。

长江中游地区汛期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5—10月，

也正值水稻生产周期，该区强降雨周期长、蓄水防洪

能力较弱和耕地面积减少等往往导致洪涝灾害频

发。在水稻生产周期内，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可能

导致长江中游地区面源污染加剧，在对长江中游地

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时应重点考虑由农

药、化肥而带来的环境损害成本。另外，由于历史原

因，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地区、环鄱阳湖和洞庭湖地

区，曾经围垦水面而创造了大量的圩田、垸田，造成

江河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弱，增加的稻田

也为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创造了条件。因此，根据已

有经典分类［1，11］，本研究依据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净价值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类型概括为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三大

类型，并从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向收益和负

向收益（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本）的角度，确定

了长江中游地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类型，

提出稻田生态系统主要有 3大类正向服务功能，1类
负向服务功能，共计18项服务功能类型（表1）。

一方面，将稻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类型划分

为提供初级产品服务的经济功能、调节维持稻田生

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和提供文化科教服务的社会文

化服务功能三大类正向服务功能：（1）经济服务功

能（2项）：指稻田生态系统提供粮食和秸秆的服务；

（2）生态服务功能（10项）：指从稻田生态系统的调

节、维持、发展作用中获得的各种生态效益的功能，

即土壤保持、蓄水防洪、水源涵养、气体调节、气温调

节、处理生活废弃物、净化污水、净化空气、维持生

物多样性和病虫草害控制功能；（3）社会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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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2项）：指从稻田生态系统获得的景观文化传承

和旅游科教休闲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稻田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不同，

稻田生态系统具备许多特殊的功能。由于人类活动

的强烈干扰，稻田生态系统给人类带来一定的正面

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也即以消耗水资源、

围湖造田［31］、施用农药化肥 27］、温室气体排放［12］等

为代表的 4方面负向功能，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一定

的“负外部性”，这也正为稻田生态服务功能净价值

计算提供了理论依据［27］。本文根据稻田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收益和成本进行指标构建，并对相应服务功

能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梳理。

2.2 长江中游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

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收益是指稻田生态系统

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于人类可以从稻田生

产中获得实际利用或潜在利用的效益，所获得负向

效益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本［11］。目前，国内

外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方法和评估指标

体系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些研究是直接套用或者

微调了相关研究方法、价格参数，导致对不同的稻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估算结果的差异较大，但也有因

稻田类型差异［35］、不同土壤类型［36］、人类干扰措施

（施肥、不同冬季种植模式、节水节药、保护性耕作措

施等）差异导致了各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结

果差异较大［12-13］。在评估稻田生态系统各服务功

能、对同一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时，不同学者采用

的方法有所差异。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稻田生态系

统及特点，各评估方法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对

于梯田和种养结合稻田生态系统而言，其粮食生产、

水调节、温度调节、旅游观光、景观维持、化肥农药污

染等服务功能价值相对常规稻田而言其价值较大，

相对于稻田生态系统其他服务功能价值来说也是较

大的。根据郑春利等［37］估计的 2011年元阳梯田稻

田生态系统的水调节价值是所有服务功能价值最高

的，同时估算得出元阳梯田相比其经济社会价值其

生态价值最大，这可为合理评估梯田稻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价值提供参考，而对于一般稻田而言，可能

稻田的产品生产服务功能价值量较大。因此，根据

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从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

收益和成本 2个维度，整理总结了稻田生态系统不

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表 1），为未来长江中游地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净价值评估提供参考。

从表 1可知，稻田生态系统粮食生产和秸秆生产

功能基本上是采用公认的市场价值法进行评估。气

体调节功能主要有造林成本法和替代成本法，差异

主要体现成本换算方法选择上的差异和计算便利性

的差异。气温调节功能价值估算上，如果选取固定

参数（1.3 ℃）或者按市场价值法计算，可能难以体现

稻田区域、气候差异和种植中稻与双季稻温差等方

面的差异，在对长江中游地区进行评估时还应考虑

相应差异而采用合适的评估方法。改善土壤质量服

务功能一般采用机会成本法，通过改善土壤质量而

减少化肥输入带来的环境污染成本。目前长江中游

基本做到了稻田秸秆还田，秸秆替代而减少了化学

肥料的使用，故营养物质循环功能采用影子价格法

计算较为合理。蓄水防洪功能用替代成本法计算，

对于一般稻田而言，可以采用防洪水库建设及维护

运营费用代替，但对于梯田而言，采用梯田蓄水能力

及工程费用计算可能更为合理；对于水源涵养功能、

净化污水功能、净化环境功能和消纳废弃物功能价

值，分别采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成果参照法

和治理费用法，使用市场价值法和治理费用法评估

时既要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同时还要

考虑稻田系统特征差异；对于美学景观功能价值评

估，主要采用价格替代、市场价值法或影子工程法进

行评估。长江中游地区稻田与其他地区稻田具有较

多共性，存在价值量差异主要是由稻田生态系统的

类型、特征、特点、稻田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的程度

和稻田农业文化属性所致。另外，鉴于长江中游地

区稻田面积之大，使用农药化肥量之多，稻田基本上

环湖沿江特点，本文重点讨论了长江中游地区稻田

生态服务功能成本的评估，对农药化肥污染功能、水

资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和围湖造田功能价值一般

均可采用影子工程法进行评估，但也可根据各功能

的实际成本利用市场价值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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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江中游不同尺度下稻田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对湖南、湖北和江西地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评估研究已积累了较多成果，基本遵循稻田

供给功能、稻田调节功能、稻田支持文化服务功能和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成本四大功能的研究脉络和研究

思路，根据功能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并采用适当的

评估方法进行。主要从试验田微观尺度和省市县宏

观尺度2个研究维度进行了稻田相关服务功能评估。

3.1 试验田微观尺度下的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评估

试验田微观尺度的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评估，主要是探索试验田内的不同施肥措施、不同

耕作措施、节肥节水节药措施和不同种植模式（或不

同的冬季种植模式）等的一种或多种措施对稻田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差异的影响，试图筛选出长江中游

地区更优、高效和环保的稻田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

为提高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参考。

在不同施肥措施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影响方面，通过优化施肥措施提高稻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马艳芹等［12］将翻压冬种绿肥紫云英与冬

闲进行比较，得出江西（余江县）稻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总价值增加 15.15%~41.39%，其中以紫云英+
优化施氮处理最高。肖玉等［51］通过测定水稻生长季

的不同时段不同施肥处理下温室气体和稻田生物量

生产的价值，认为在施氮肥量在 0~525 kg/hm2时
该区稻田生态系统的气体调节功能价值在 5 470~
12 840元/hm2，为稻田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价值提

供了依据。也有通过对试验稻田的长期施肥跟踪，

探索了稻田生态系统的碳汇效应和收益，为土壤有

机质积累服务功能价值估算提供参考。如彭华等［52］

对洞庭湖地区 1981—2007年间长期施肥条件下双季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认为有机无机

配施能够带来较高的生态系统生产力，其碳汇效应

和经济效益较好。在 20 a长期施用猪粪有机肥背景

下，稻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的正面影响远远

大于负面影响，但随着施用年份的增加其负面效应

可能进一步扩大［53］。彭锃琳等［40］对江西鄱阳湖流

域赣抚平原灌区稻田的温室气体排放功能进行了研

究，认为间歇灌溉和减施氮肥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

排放负面价值。

不同耕作措施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

影响方面，在秸秆还田条件下，耕作措施对双季稻田

的碳循环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较大。肖玉

等［24］认为，免耕秸秆还田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免耕分

别比翻耕和旋耕减少碳排放 61.69和 35.70 kg/hm2。
谢志坚等［28］对紫云英-早稻-晚稻农田系统的服务功

能进行了评估，认为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功能

占系统功能服务总价值的比例超过 60%，大气调节

与净化和水分涵养等功能服务价值占比 15%~
22%，土壤养分累积的服务价值最低（占比<2%）。

其他多数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不同保护性耕作模式

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方面的影响，以探索

出提高稻田生态系统服务的耕作措施［12，30］。

在不同种植模式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影响方面，种植模式多是结合优化施肥处理对稻

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共同产生较大影响。在长江上

游地区，普燕爽等［14］对农业农村部大理综合试实验

站稻田进行了不同种植模式下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评估研究，结果表明，70%化肥+30%牛粪-
水稻-黑麦草和 70%化肥+30%牛粪-水稻-紫花苕

处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分别为 169 669 和

168 405元/hm2，优化施肥轮作处理的供给农产品价

值、气体调节、消纳废弃物和美学景观价值均显著高

于常规施肥处理。稻田多熟种植模式是江南丘陵区

稻田耕作的主要模式，王开磊等［39］对 2008-2009年
江南稻区稻田不同种植模式的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

进行了测算，认为稻田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平均为

19 519.16元/hm2，占总服务价值的 26.44%。在综合

种养稻田生态系统中，稻、虾（蟹）等种养模式对稻田

生态系统理化性质、微生物种类、数量及服务功能影

响较大。有研究表明，综合种养模式利于提高稻田

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文化服务功能，但对于稻田粮食

供给和温室气体排放功能的影响各异，需要进一步

深入跟踪研究［54］。

3.2 省市县宏观尺度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评估

从省市县尺度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角度，众多研究者在考虑稻田生态系统水稻的生产

成本时，主要聚焦在某地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某一

或某些功能大小的估算上，同时比较研究不同地区

（同省不同市县、不同稻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差异，研究探讨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净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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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角度，对稻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评价

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及区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也具有重要意义。如薛宝林等［55］对湖南省 2016年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认为稻田系统

提供的初级产品价值、涵养水源功能价值占比分别

为 50.78%和 34.40%，气体调节服务功能价值、气候

调节功能价值和其他服务功能价值占比分别为

5.36%、3.98%和 5.48%，三者服务功能价值占比相

对较小，但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具有重要

影响。还有研究表明，区域内不同地区稻田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价值差异也较大，付珍萍等［46］对 2011-
2018年湖南省各市州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净值进

行了研究，认为湖南省内区域存在服务价值净值不

平衡，常德市 2018年的生态净值高于其他市州。向

平安等［56］对洞庭湖区稻田生态系统的农药污染、化

肥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地膜残留、稻田潜育化和围

湖造田 6项环境成本进行了测算，水稻生产的成本高

达当年水稻生产总值的26.8%，呼吁水稻生产过程中

务必重视水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本。陈清华等［42］

也对湖北荆州市稻田的调节功能和科技文化等公益

性功能价值进行了评估，2008年荆州市稻田生态系

统的公益功能价值高达 61.14亿元，占荆州市当年

GDP的 9.8%，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公益性功能价值要

引起高度重视。从区域层面也可以比较稻田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价值或净价值，如杨腾等［27］通过对中国

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007-2016年的稻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净价值评价，认为 2007-
2013年中国稻田生态系统净价值达到顶峰，随后有

下降趋势，同时还认为安徽、湖北、湖南的生态成本

较高，可能是生产中使用了较多的农药、化肥所致，

稻田生态系统净价值的估算可为稻田生态系统绿色

发展和生态补偿提供决策依据。

4 展 望

国内外已在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

研究领域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不断拓展

延伸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同时也逐渐

完善了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体系和方

法。长江中游地区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研究的角度主要有：从稻田生态系统单一服务功能

的价值研究到多功能综合系统研究，从微观尺度研

究到中观、宏观尺度研究，从常规稻田到特色稻田

（城乡结合部、梯田稻田和综合种养稻田）研究，从服

务功能价值总量研究到服务价值净价值总量研究，

从稻田静态服务价值研究到动态服务价值研究，从

区域内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到区域间稻田服

务价值比较研究，从对稻田不同干扰措施对稻田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到提高稻田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策略研究。上述研究角度，都可以从某一

方面（或系统地）直接或间接反映稻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价值，但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研究区域和不

同的稻田类型，在评估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时，由于研究区域收集数据难易程度和稻田特点不

同，各研究者所采用的评估方法有所差异，其所评估

得到的单位面积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大小也

有一定差异，这给研究者在评估特定稻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价值时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的选取带来了

一定难度。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的关键在

于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同时明确

研究目标、找准研究角度，通过选用适当的评价指标

体系和方法，对特定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或

净价值）进行评估。未来首先还需对特定稻田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

不断完善，建立与所研究的稻田生态系统特点相适

应的评估指标体系，选取合适的评估方法。其次，稻

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是个动态的概念，需要后

续研究者对相关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动

态研究，长期跟踪探索不同肥、水、药、农艺和耕作制

度措施等影响下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规

律和特点，为掌握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演变规律

提供依据。第三，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不仅

具有正外部性效应，也有一定的负外部性效应，在评

估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净价值时，静态（或某一

年）的净价值评估难以合理合理反映稻田生态系统

真正的服务净价值，对筛选科学合理的稻田生态系

统绿色发展路径和方法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不同

类型和不同特点的稻田生态系统，在综合评价稻田

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时要注意其可比性，为不同地

区制定稻田生态系统价值补偿标准差异提供参考。

第四，基于长江中游稻田生态系统的整体、长期动

态的价值评估研究较少，需要加快开展流域内稻

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净价值动态评估研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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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强化流域内稻田面源污染及生态环境管理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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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an important rice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which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ecosystem safety and health.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the service function value of paddy field ecosystem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evolution，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of its service function valu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paddy field.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connotation of paddy
fiel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s of service function value，this paper
classified and compared the methods of evaluat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of different paddy field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research ideas of the
evaluation of paddy fiel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value in this region.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ypes，dis‐
tribution areas and valu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paddy fields，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evalua‐
tion methods of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value and the value of service function per unit area. It is sug‐
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tantly modif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fferent paddy ecosys‐
tem services value，improve the evaluation method，and raise the evaluation accuracy.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some paddy field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micro experiment of paddy fields and the
macro measurement of provinces，cities and counties. The static evaluation of the service function value of a
certain part of the paddy ecosystem or the overall service function value of the system was carried out，but
the long-term dynamic tracking research on its value evaluation was insufficient. The research on the net
value of paddy field ecosystem services also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words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paddy field ecosystem；service value；value as‐
sessment；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dd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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